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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應老百姓的社會期待，六中全會就應作出一些重要選
擇，出台一些強硬措施。」汪玉凱說，十八大以來，中

共反腐在「打老虎」、「拍蒼蠅」中已積累許多經驗教訓，黨建的
問題和病根也看得更加清晰。「這就要求全面從嚴治黨不能只停留
在制定書面文件上，還要推出一些能讓老百姓認可叫好的『乾貨』
和關鍵性舉措，六中全會最好能作出具有震撼性的規定。」

財產公示待落實 官邸制應及高層
所謂震撼性的「乾貨」，這位權威專家建議，可出台規定

要求中央委員公開財產，包括公開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國籍
情況和財產情況；明確凡是十九大中央委員包括候補委員人
選也要進行財產公示；在高層幹部中施行官邸制；解決高級
領導幹部的特權等問題。
多年來一直倡導官邸制改革的汪玉凱稱，官邸制雖然已經寫入三中
全會決定，目前在省市縣等地方層面實際上已經啟動：這就是普遍建
立了流動官員的「流轉房」制度，在遏制地方上「立在馬路邊的腐
敗」方面已經取得明顯成效，但是這一制度目前在高層領導幹部中還
有待盡快破題，「如果上邊不確立官邸制的話，下面很難建立起真正
的官邸制，甚至局部探索還可能會反彈。」

幹部特權需公開 納入制度方有效
汪玉凱認為，「對高級領導幹部的特權問題，社會反應非常強
烈，一些副部級幹部退休還配有專車和秘書，高級領導幹部享受
到的特權不能是無限的，應該享受什麼待遇，具體到什麼標準，
應該公開化和明示化」。這位專家坦言，儘管高層幹部特權問題
解決起來比較難，但是從長遠看必須解決，否則公信力很難重
塑，中共執政會受到影響。
「如果上述的幾個關鍵點能在本次全會上有所體現，或者能夠
納入制度安排，相信具有極大的社會震撼力。這些叫得響的『乾
貨』和具體舉措能對中共領導幹部、特別是高層領導幹部形成有
效約束，確保中共黨內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和常態化。」汪玉凱說。

按照以往慣例，六中全會料公佈明年召開中共
十九大的決定。汪玉凱認為，六中全會推出的新
規定或將為十九大人事佈局提供制度保障，成為
未來人事選拔的門檻，凡不合規的幹部將難以進
入十九大人事佈局。
六中全會前夕，中紀委參與製作的大型反腐專

題片《永遠在路上》在中央電視台強勢推出，罕
見地曝光十八大以來查處的多位前國家領導人和
省部級官員的貪腐細節。汪玉凱指出，十七屆中
央政治局25位委員有4位被查，佔比達15%，十

八大367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落馬的已有23
位，佔比達5.8%。「這一方面說明中央反腐力
度前所未有，哪裡有腐敗就查到哪裡，但同時也
反映出中國腐敗問題非常嚴重，高級領導幹部的
腐敗問題更加觸目驚心。」

加強約束監督 最高層成關鍵
汪玉凱表示，針對當前暴露出的諸多問題，關

鍵的解決方法就是加強對黨內高層幹部的約束和
監督。「中國問題主要在上邊，地方問題的根兒

也在上邊，把上邊的問題解決好，下邊問題自然
迎刃而解，光在下邊做文章是不行的。」
在汪玉凱看來，六中全會討論的兩個規定
並不是泛泛而談，其主要目標是高級幹部，
包括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甚至常委。他分
析認為，這兩個制度加上之前出台的幹部能
上能下制度等，有望成為十九大人事佈局的
制度基礎，凡是不符合規定的官員，就不能
進入十九大人事選拔視野，甚至面臨着政績
不行還要提前下台的可能。」

上世紀80年代，中央曾制定過黨內政治生活
準則。30多年過去，該準則已不適應當下形
勢。汪玉凱指出，「十八大以來強力反腐，使政
界、軍界、經濟界很多問題充分暴露出來，黨內
政治生活中不僅有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等經濟腐
敗問題，而且還存在着團團夥夥、拉幫結派等非
組織活動等問題，這對共產黨執政非常危險，如
果把握不好的話很有可能引起分裂，甚至出現極
端政治突發事件。」

既得利益者結盟 抵制反腐和改革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十八大後既得利益集團

暴露充分，他們通過非公平競爭手段和方式，借

助公權力和政策資源獲得巨額利益，控制社會相
當多的社會財富，如果說以前既得利益集團相對
比較孤立，自立山頭，但是現在已經有結盟趨
勢，特別是在對待反腐方面，他們是一致的，通
過各種手段來抵制反腐。為了不引火上身，這些
既得利益集團組成團團夥夥，相互輸送利益，對
抗改革和反腐敗鬥爭。」

「三灰」現象危害大 恐激化官民衝突
這位權威專家指出，在既得利益集團的後面還

存在着 「三灰」現象：即灰色權力，灰色資
本，灰色暴利。應該說三灰現象是更大的腐敗。
其表現形式是：腐敗者可能自己不直接出手，往

往通過其手下秘書、配偶子女等借助其權力影響
力，在市場上進行資本併購，企業上市的運作，
稀缺資源的倒賣，一夜之間就可能變成億萬富
翁。所以說「三灰」現象危害更大，也更應該引
起高層的關注。因為從根本上說，三灰現象的存
在和泛化，有可能從根本上激化官民衝突，勞資
衝突和貧富衝突。
「如果中央不能把既得利益集團毒瘤摘除的

話，那麼執政黨深化改革就會阻力重重，」汪玉
凱說，在這一背景下，六中全會將針對新形勢下
暴露出的新問題制定新的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
則，強化對高層領導幹部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的
約束和規範。

全面從嚴治黨全面從嚴治黨 需推強硬舉措需推強硬舉措

專 訪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汪玉玉凱凱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今日召開，將討論研究制定《新形

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

督條例（試行）》，預示着中共全面從嚴治黨進入新階

段。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汪玉凱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兩項新規定是構築中共全

面從嚴治黨的兩根「柱子」，六中全會的關鍵在於避免讓

兩根「柱子」停留在書面文件制定層面，而應推出讓老百

姓認可叫好的「乾貨」和關鍵性舉措，比如中央委員財產

公示，解決高級幹部特權問題，形成對中共官員尤其是高

級領導幹部的有效監督。這位權威專家同時指出，六中全

會的新規定或將成為十九大重要人事佈

局的制度門檻，凡不合規的幹部將難以

進入未來人事佈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楊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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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立新規 料成十九大人事門檻

研究公共管理
政府改革專家

汪玉凱，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

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信息化專家諮詢委員會委

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

員，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大連理工大學管理

學院、東北大學工商學院博士生導師。兼任中組

部等多家中央部委培訓中心客座教授，北京、上

海、廈門等多家地方政府決策諮詢部門專家或顧

問，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有突出貢獻專家。近

年來致力於公共管理、中國政府改革以及電子政

務方面的研究。出版各類著作20餘部。

汪玉凱坦言，中共執政具有優勢，但也存在軟肋，最大的
短板就是尚未構築起監督公權力的有效制度框架，而本次六
中全會，中共有望以重新修訂黨內監督條例為龍頭，逐步構
成黨內乃至整個國家的系統完整的監督體系。

紀委同級監督難 制度體系成擺設
「中共執政有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一方有難八方支
援，但也有短板，最大軟肋就是還沒有找到四両撥千斤地有
效監督公權力的制度框架。中央對公權力的監督體系尚在構
築過程中，還沒有完全建成。」汪玉凱分析，「中共體制內
有六個監督主體：中紀委、監察部、審計署、預防腐敗局、
反貪局、巡視組。這六個主體都可以監督公權力，但對各個
層級一把手很難起到真正的監督作用。」
他舉例說，「比如白恩培，在地方上擔任一把手多年，也
貪腐多年，直到落馬才被曝光，還有周永康、薄熙來、郭伯
雄、徐才厚等前國家領導人的腐敗問題積重難返，都反映出
此前監督體系沒有真正發揮作用，成為擺設。」
汪玉凱指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哪個省份的紀委書記把
自己的同級省委書記監督下來，這樣的個案幾乎沒有；許多
官員一邊腐敗一邊升職；從表面上看，重大工程及政府項目
都有招標採購流程，用人選人都有監督機制和公示，但其中

的潛規則許多人都心知肚明。「誰在地方當『一把手』，他
老家的工程隊就很容易拿到工程，這不都是普遍現象嗎？」
這位專家強調，這些現象都充分說明監督制度可能存在明顯
缺陷，監督體系在某些方面已經失靈。

依法建制度反腐 讓人想腐腐不了
「運動式反腐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只能讓人不敢腐，真正
考驗中共執政的是如何依靠法律，構建制度反腐，讓人想腐
卻腐不了。」汪玉凱說，制度好，可以使壞人行為受到約
束，制度不好，也可以使好人走向反面，這是被大量事實所
證實的真理。一些現存制度已經出現有讓人走向反面的跡
象。「個人權力的腐敗發展下去就是制度腐敗，最後會擴散
到社會腐敗，就滲透到醫療、教育、文化等各行各業，幾乎
沒有一個領域是淨土，老百姓信心降到低點，官場亂象得不
到治理，進而衝擊中共執政地位的合法性。」
汪玉凱認為，中共有望以重新修訂黨內監督條例為龍頭，

加上即將制定的黨內政治生活新準則，以及中央之前公佈的
問責條例、廉潔自律準則、紀律處分條例等法規，逐步構成
黨內乃至整個國家的系統完整的監督體系。如果監督制度設
計合理，並得到切實貫徹的話，期待會對公權力產生長遠有
效的監督作用。

汪玉凱指出，當前全面改革成就不小，
但是整體處於膠着狀態的格局並沒有發生
改變，要走出改革困境，需要三管齊下：
最大限度地排除改革阻力；嚴防「左禍」
再起，危害改革；在改革關鍵環節要及早
取得實質性突破。
汪玉凱指出，當前「六位一體」的改革

取得一定進展，五大發展理念也被社會廣
泛接納，但關鍵性改革仍未有實質性突
破，主要表現在：改革頭緒多，要求急，
沒有足夠的時間落實；政策有碎片化傾
向，很難形成強大的整合能力，改革政策
難以真正落地，存在空轉風險；地方官員
不作為，軟抵抗，有進一步蔓延之勢，缺
乏80年代改革的精神氣質；企業的制度交
易成本依然居高不下，市場活力、社會活
力有待進一步激活和釋放。

三管齊下防空轉 及早取實質突破
汪玉凱認為，在改革膠着狀態下，中

國社會的經濟、社會、信任、政治風險

未能得到根本性化解，仍有繼續上升的
趨勢。
這位專家強調，只有改革才能化解風險
和危機，走出改革困境需要三管齊下：首
先要最大限度地排除改革阻力，包括克服
既得利益集團阻力和政府自身的阻力。從
政府自身來看，最關鍵的阻力有可能來自
三個層面：即觀念阻力、行政審批制度改
革阻力和部門利益的阻力。
其次，要防止意識形態領域「左禍」沉
渣再起，危害改革，謹防「寧左勿右」思
潮抬頭趨勢，潛在的「姓資姓社」的無形
之劍，消減着官員的改革銳氣；
第三，要在改革的關鍵環節上及早取得

實質性突破，防止改革空轉。經濟領域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政府角度尋求突
破，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
補短板；政治體制改革要在制度上突破，
比如在以主權在民的民主法治制度，最高
權力交替的法定化制度，對公權力有效約
束的監督制度這三個方面有所突破。

嚴肅政治生活 將制定新準則

修訂監督條例 彌補執政軟肋 除阻力防「左禍」走出改革困境

■小學生展示自己製作的廉潔小板報。 資料圖片

■■汪玉凱指出汪玉凱指出，，
六中全會應推出六中全會應推出
讓老百姓認可叫讓老百姓認可叫
好 的 關 鍵 性 舉好 的 關 鍵 性 舉
措措，，如中央委員如中央委員
財產公示等財產公示等。。

記者馬靜記者馬靜 攝攝

■■海南省公安廳組織黨員幹部前往該省海南省公安廳組織黨員幹部前往該省
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參觀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參觀。。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廉潔的政府是人民所期盼的廉潔的政府是人民所期盼的。。圖為山西太原圖為山西太原
民眾從廉政公益廣告前經過民眾從廉政公益廣告前經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